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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概要

　　信息哲学（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）是国际哲学界于21世纪初提出的工具驱动的具有交叉学科性
质的哲学学科，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；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新的方法；以及能与其
他哲学分支比肩并立，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一种系统的处理。
本书认为国际哲学界的这种提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，本书将这门新兴的哲学
学科归人莱布尼茨-罗索传统，即所谓的形式传统。
由于莱布尼茨与中国终身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，本书认为这门学科可以与易学的数理派联系起来讨论
，同时提出模态信息论（Modal Information Theory）以解决西方哲学二元论传统无法解决的信息的本
体论地位问题。
尤其是最后对《周易》筮法中成卦法递归论的重新解释使得我国自《九章算术》以来的工作无需科学
史料的支持就可直接与现代计算机科学的算法关联起来，真正做到“古为今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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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者简介

　　刘钢：哲学博士，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科学技术哲学研究室室主任、副研究员、硕士
生导师、“网络媒体”论坛成员。
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科学基础与信息网络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。
 主要研究方向为信息哲学、网络与社会等。
译著有《中国科学技术史》（部分章节）、《信息技术的伦理方面》、《虚拟实在的形而上学》等。
代表译作为《驯服偶然》。
此外还发表多种研究论文，如“从信息的哲学问题到信息哲学”、“通向信息哲学的东方进路”以及
“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 and foundation for the future Chinese philosoph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”等其
他著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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编辑推荐

　　信息哲学(Philosophy of Information)是国际哲学界于21世纪初提出的工具驱动的具有交叉学科性质
的哲学学科，是一个独立的研究领域；能为传统的和新的哲学话题提供一种新的方法；以及能与其他
哲学分支比肩并立，为信息世界和信息社会的概念基础提供⋯一种系统的处理。
本书认为国际哲学界的这种提法具有一定的合理性，但同时也有它的局限性，本书将这门新兴的哲学
学科归人莱布尼茨一罗素传统，即所谓的形式传统。
由于莱布尼茨与中国终身有着无法分割的联系，本书认为这门学科可以与易学的数理派联系起来讨论
，同时提出模态信息论(Modal Information Theory)以解决西方哲学二元论传统无法解决的信息的本体论
地位问题。
尤其是最后对《周易》筮法中成卦法递归论的重新解释使得我国自《九章算术》以来的工作无需科学
史料的支持就可直接与现代计算机科学的算法关联起来，真正做到“古为今用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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